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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哲学概论》是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组编的《人文学科概论丛书》中的第一本。

本书是作者杨方对另一部著作《元哲学初论》(2002)进行改写和扩充的产物，书中共包括了：哲学概
论纵览、哲学对象、哲学分类、哲学派系、哲学功能、哲学素质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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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杨方，本名杨君武，1967年出生，籍贯湖南邵东，1987、1990、1993年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
专业和哲学系哲学专业、哲学系美学专业、外国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专业，分获文学学士和哲学学士(
第二学位)、哲学硕士、哲学博士学位。
1992}年迄今执教于湖南师范大学，历任讲师(1993-1995)、副教授(1995～1998)、教授(1998-)、博士生
导师(1999-)。
主要从事元哲学、美学、伦理学教学和研究，独立?担或主持省部级研究项目7项(其中国家级2项)，出
版《主体性原则与西方古典美学》(1995)、《启蒙美学》(1997)、《元哲学初论》(2002)、《西方伦理
学若干问题宏观综合研究》(2003)、《哲学概论》(2010)等著作13部(含合著和主编)和合作译著2部，发
表论文70余篇，获得省部级教学奖励5项、科研奖励3项。
2(102年入选湖南省百名青年社会科学专家人才工程，2004年入选湖南省“121人才工程”，2005年被确
定为湖南省普通高校新世纪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，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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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哲学对象问题是首要的元哲学问题。
因为只有解答了这个问题之后，其他元哲学问题才好入思。
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，是因为它拥有自己独特的对象。
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早就认识到了。
在《形上学》第四卷中，论及哲学对象之前，他指出，就像与健康有关的一切事物专属医学一样，任
何自成一类的事物都有其专属学科。
①我们可以把他的论点倒过来说：任何学科都有其自成一类的事物作为专门对象。
没有自己独特对象的学科就像没有自己的领土的国王，后者不是真正的国王，前者不是真正的学科。
有人说，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，而在于研究方式。
此言片面。
哲学与其他学科在研究方式上固然有别，但在研究对象上更是不同，而且正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不同
，它们的研究方式才有别。
如果哲学的对象与譬如数学的对象是同一的，那么或者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，或者数学不是真正的数
学。
提出上述观念的人或许混淆了范围与对象。
哲学与其他学科可以共有某些范围，但不能分享任何对象。
譬如，空间是哲学和几何学共有的范围，但二者的对象是不同的，几何学的对象是空间中点、线、面
、体的具体的性质和数量关系，而哲学的对象是空间的一股性质（如广延性、绝对性或相对性、客观
性或主观性、有限性或无限性）和一般关系（如空间与物体的关系、空间与运动的关系、空间与时间
的关系、空间与认识的关系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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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哲学概论》：人文学科概论丛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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